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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新闻教育·新闻

徐孟南的工友们最近在网上看到了徐孟南的新闻，大家都很惊讶，议论纷纷。这位进厂一年多的同事平时

很文静，干活也很勤快，想不到9年前他做出过那么“出格”的事：第一次高考故意考零分，挑战教育制度。

出现在记者眼前的徐孟南看上去和普通的打工仔不大一样，皮肤白净，打扮得体，看着像是20岁出头。他

住的单身公寓虽然相比本地白领有差距，不过在工友们眼里已经是比较“高级”的了，租金是他们的两到三倍。

现在，徐孟南仿佛已经体验完了打工人生，他要以 28 岁的“高龄”再战高考。这一回，他不打算再交白卷

了。

2008年，他用策划了两年的“零分卷”挑战教育体制

兜兜转转9年后，在慈溪打工的他报名了2018年高考

“零分考生”重回高考，为什么

“零分考生”徐孟南最近有点火。连续被全国多家媒体报道，让这个在浙江宁波慈溪市周巷镇打工的安徽小伙子，再次成了名人。

2008年，19岁的他以不上大学为代价完成了高考。9年来，他辗转各地打工，现在来到慈溪，渐渐发觉当年的做法“太不值”，也发现高考在改革中不断完善，于是，前不久

他报名参加2018年高考。他这9年经历了什么？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他对未来有什么打算？日前，钱报记者来到周巷镇，走进了这个小伙子的生活。

本报记者 郑琳

“零分”不是随意而为
而是酝酿了整整两年

10 月 23 日，徐孟南回到户籍所在地安

徽亳州蒙城县招生办报名参加2018年高考，

以社会考生的身份报考了“全国普通高考“和

“高职院校分类招生”两个类别。

时光倒回到 2008 年的高考，19 岁的徐

孟南在考卷上每一题都写了他的姓名、联系

方式。他在博客日记里详细记录了考试经

过：“我在每一科试卷上用了违禁的蓝色笔

⋯⋯在每一题上写了我是来宣传教育体制

的。”

他默写的是自己独创的“三人行”教育体

制——这种模式取自“三人行必有我师”，核

心就是因材施教，根据每个人的兴趣爱好、特

长来教育，考大学过程中，文化课得分只占一

部分。这是他从高一开始策划的“零分高考”

大计。为此他还写了一个《三人行》中篇小

说，以宣传他的教育理念。

事实上，徐孟南在学校的时候成绩不错，

中考考上了蒙城二中。家里人对他期望颇

大，尤其是父亲，一直以来都坚信这个儿子能

成为家中的第一个大学生。

然而，谁都不知道，徐孟南内心暗暗滋生

出叛逆之心。这个平时性格内向，跟陌生人

说个话都会脸红的男孩子，默默把韩寒、方舟

子当做了精神偶像。当同龄人在网吧里沉迷

游戏的时候，他上网吧却在读各种批判教育

体制的文章。“我忽然觉得被教育制度骗了。”

徐孟南说，“我发现自己没有任何兴趣爱好，

也没什么特长，唯一的能力是考分数，我就是

流水线里生产出来的。”

他也感觉到了“人微言轻”的道理。他在

10 年前的日记里写道：“韩寒的一篇只是买

水果的博文，点击率是十几万，超过我们千万

倍。这就是人微言轻的问题。要把我们的声

音传达给更多人，我要好好闹一番才行！”

怎么闹？

徐孟南看到了2006年在高考上乱涂乱画

的河南考生蒋多多的新闻，受到了启发。就这

样，“零分高考”大计在这个男生心里诞生了。

厌倦了打工生涯
他又一次想改变自己的路

策划了“零分高考”的徐孟南，最终发现

计划落空了。他满以为在考卷上写了这些内

容，一定会被判零分，像蒋多多一样拿到违规

通知，从而“名声大震”。然而他最终高考分

数还有160多分，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更让徐孟南失望的是，没有人来关注

他。好不容易有一家安徽当地媒体对此作了

报道，但激起的浪花却不是他想要的。

老师很快给他打电话，批评他的所作所

为：“你一个人怎么改变得了教育制度？人应

该适应社会，不是让社会适应你！”

“我是在适应社会。但我们每个人也要

努力改变社会。”徐孟南不以为然，针锋相

对。

老师无奈，只好禁止同学们接受采访。

而徐孟南的家人则对他的行为无法理

解。他的父亲甚至认为，儿子在高考试卷上

写反对教育制度的文字，那是在“犯罪”。

徐孟南发现，他的这把小火只持续了几

天，就熄灭了。很快，除了家人，没有人再谈

论他，生活照旧。他的所作所为并没有给教

育现状带来任何冲击。

而他自己却赔上了前程。

这是徐孟南不可接受的，仿佛精神支柱

倒塌。

2011 年，徐孟南印了几千份宣传单，到

各个学校里去宣讲。他用红底黄字印了个醒

目的标语：“高考零分考生传达教改的声音，

但零分注定是错误是伤害！请勿效仿。”

在宣传单最后，徐孟南这样写道：“‘曲终

人尽散’是对零分生影响力的最贴切描述，我

们从中并没有获得什么。我们感受最多的是

伤害，如果非要问我们获得了什么，只能说我

们获得了成长，可我们付出的代价却是巨大

的。所以，我们想奉劝可能的后来者，请不要

效仿我们，你可能一失足成千古恨！”

时间回到2017年，徐孟南至今仍然相信

高考的宣传力量。第二次报名高考时，他在

家乡教育局的办公室看到了 2017 新高考浙

江、上海试点方案。他觉得，方案中的很多内

容与自己当年提倡的理想教育非常相似。于

是他又一次主动联系了媒体，宣告了自己即

将再次高考的消息，以“借此机会”宣传自己

当年的教育改革方案。“想让大家知道，我当

年是正确的啊。希望有人能肯定我。”其实，

这些年的打工生涯，徐孟南已经有点厌倦了，

他又一次想改变自己正在走的路。

他错过的这九年
高考发生了很多变化

高考从来就不是单纯的考试，徐孟南想

把它变成发声的舞台，但对更多人来讲，这已

经成了个人与家庭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

从“零分计划”到重新报名高考，徐孟南

的人生发生了很多变化，而高考也发生了很

多徐孟南没有想到的变化。

●2011 年：浙江高考率先破冰“一考定

终身”，启动“三位一体”招生试点。

●2012 年：国务院办公厅要求各地在

当年12月31日前出台异地高考具体办法。

●2014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考试

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标志着新一轮考

试招生制度改革全面启动，作为试点，上海

市、浙江省率先出台改革方案。

●2016 年：全国 26 个省市自治区使用

统一命题试卷，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

5省市仍为分省命题。

●2017年：浙江迈入“新高考”元年。

徐 孟 南 的 目

标 是 安 徽 省

内 一 所 职 业

院校，他挺有

信心的，但不

敢想本科，因

为 复 习 时 间

不够，也害怕

失败。


